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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贺健青

．新编《崇仁县志》的出版，是崇仁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，

谨致贺忱。 ．

承中共崇仁县委．县人民政府的邀请，我荣幸地参加了对志稿的座谈，并

嘱作序。本人才疏笔拙，其实难副，然基于崇仁人民的深情厚意，不能推脱，
乃欣然命笔矣!

。

? 崇仁素称抚州的望邑。巴、罗诸山逶迤绵亘于境之西南、西北；宝塘．西

宁众水萦绕脉注其间。山川毓秀，气候宜人，民风淳朴，·物产丰腴，是赣东平

原上一处美丽富饶的好地方。可是在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制度的长期统治下，并

遭日本侵略军的两次蹂躏，至解放前夕，恶霸势力横行，社派械斗激烈，盗匪
出没无常，苛捐杂税重多。村镇残垣破壁，田园蓬蓠丛生，一派衰竭景象，人

民在苦难贫困中挣扎着。 ‘

．

1 949年5月1 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将军所部第十四军攻克崇仁。7

月，由中共抚州地委、专员公署派出的43名南下干部，在人民解放军四八三

团三营的配合下，抵达崇仁县城i建立了中共崇仁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，刘

建章同志和我受命于战乱甫定、百废待兴之历史转折时刻，分别担任首届县委

书记和县长。在党的领导和全县人民的积极支持下，责无旁贷地领导并参加了

消灭敌特余党，建立基层政权，开展清匪反霸，进行土地改革，组织工会，农

会、妇女联合会、青年团、民兵等群众组织，修筑崇临、崇乐公路，设置银

行、商店、供销合作社，c恢复中、小学教育，辅导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和生产

合作社。历时三载，全县就形成了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。人民生产热情空前高
．涨，城乡经济流通逐渐活跃，人民的生活随之逐步改善。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地

在门12或厅堂上，张贴着。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感谢毛主席”的对联，表达了

人民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之后的感激心情。

从此，崇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改变了旧貌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

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。 ⋯ 。

．’ 回顾当时与全县人民一道参加这场如火如荼、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，不仅
自身受到了教育与锻炼，而且与全县人民结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，每每忆

及，感慨良多，此时此刻更使我怀念共同战斗而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刘建章同

‘．

．5．



士们，他们的英名将永志青史，千

，遥祝崇仁县人民幸福、康乐，在

本原则，坚持改革、开放，大力发

州专员公署副专员、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党委书



I辛 _
，J 一

馏锦云
物换星移话沧桑，改革开放谱新章。

’

，。
。．

新编《崇仁县志》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。说其。新”，主要是内容观点新；

编纂方法新，采用资料新，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色。新编《崇仁县志》的问

世，。是崇仁县建国以来完成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，也是崇

仁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。值此，|．我代表中共崇仁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和全县
25万人民，向为《崇仁县志》提供资料、编纂写作、审定出版付出了辛勤劳

动和智慧，以及给予了热情关心和帮助的领导、专家、学者、同志仇致以衷心

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。 ‘～
， ，

崇仁的山水壮美秀丽，资源丰富；‘崇仁的人民勤劳智慧，尊礼重义。崇仁

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艰辛劳动，勤奋耕耘，钏造了1400年的历史和值得后人咏

颂的业绩。1 987年秋，县委领导换届，我奉命至崇仁主持工作，新到之初，，

情况不明，忆及古语：。鉴古知今”，。入境问俗”，乃向县志办公室索阅《崇仁县

志》初稿，览读再三，深深体会到县志所载资料，确是可贵的信息，在领导活

动中，是了解、熟悉县情的良师益友，起着决策智囊的作用；在宣传发动群众

中，是对人民进行爱祖国、爱家乡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。．
．i 借新编《崇仁县志》．出版机会，寄语全县干部和群众，要认真研究新县志

的资料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结合崇仁实际，扬长避短，发挥地方优势，

跃马扬鞭，开拓进取。这样，方能无愧于古人，有益于后代。谨以为序。

注：陈锦云现任中共崇仁县委书记．

<亭
·

7
‘



序 三

一．·7 - ．、t I凝竺孩暑
” ’

‘

。I-

正值崇仁建县1 400年之际，新编《崇仁县志》出版问世了，这是全县人

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．’ 、
。，’ 7

自宋嘉定元年(1 208)县人罗鉴首纂《罗山志》起，至清同治十二年
．_(1 873)止，凡600余年中，有官绅、士儒编纂．《崇仁县志》共1 t次，可惜

各次县志版本大都亡佚。目前仅存同治版《崇仁县志》一部凡10卷共22。

册，成为我县的珍贵文物。
。 ⋯ 。

。

同治十二年迄今，已历时1 1 5年：经历了清末的封建统治、民国的军阀

混战、帝国主义入侵、国民党政权覆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。许多

沧桑变故，一人物千秋，t均值得载入史册，传之后人。

建国以来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+

建设，使神州大地如旭日东升，生机勃勃，其问虽有。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的

干扰，但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经过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出现

了政治安定，经济繁荣的新局面。值此盛世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就撰修社会

主义新方志，，作了重要讲话，中共中央并作出了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

问题的决议》，从思想上、理论上为新编地方志确定了指导方针：

新编《崇仁县志》就是在这一基础上，于1 982年底筹备、部署，次年着

手编纂。在各级领导重视和全县人民的支持下，专职编纂人员坚持四项基本原

则：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，运用。新观点、新资料、新方

法”，以写．。近代为主、人民为主、经济为主”作重点，经过六个春秋，广征博

采，纠讹补阙，纂成新县志：全志包括概述、大事记、。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

事、文化，社会、人物、附录等篇章，承先启后，贯通古今，是我县进行
主义。四化”建设可资借鉴嘈勺珍贵历史文献。

’

。』·

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，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新工作，我们经验不足，水
●

限，兼之史料不全，疏漏瑕疵之处，定所难免，、笔削之任，祈俟来哲，
●

序。
●

注：胡发群现任中共崇仁县委副书记、崇仁县县长．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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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一、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

绳，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，运用新观点、．新方法、．新资料进行

编纂，力求资料性、。．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。 ．1．一·．
，．’

，二、本志通贯古今，略古详今，。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县的历史和现状，而以

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记叙重点，突出时代纯
点和地方特色。

‘‘

三、本志的空间范围，即我县现时的行政区划，因县境几易变动，在记述

历史人物、事件时，偶亦涉及昔属我县而今为邻县的辖境；时间范围，除《地‘

理·建置沿革》上溯至建县以前外，上限一般追溯至事物始初，下限迄于

1984年，有的内容有所延伸，直至定稿之时。 ，

四、本志采用志：记、述、传、录、图、表等多种形式；而以志为主来充

分表达内容。除《大事记》以编年体为主，以记亨本末体为辅外，其它各篇：

均按照。横排门类，纵写史实9的方法，组织资料，横向展开，顺次记叙。

五、本志首列概述、大事记。以概述总摄全书，大事记纵贯古今。正文分

设7篇，依次为地理、经济，政冶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人物。篇下硬章，章

下设节，共49章，189节。附录殿后，共十部分组成。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

动，散见于《大事记》和有关章节，不另立专章，以免领属失当，记叙重复。
， -六、本志某些章节，正文之余，尾加。附记”、。简介’，借以辑录有重要参

考价值的资料，．而补正文之不足。有些内容似嫌枝蔓，缺而不记，读者难明，

则予文后加。附”或。注8以阐发之。 。

七、本志坚持史志通例；人物志不为生人立传立表。志中立传人物，．以卒

年为序排列，一般为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知名历史人物和比较著名的革命烈+

士．此外，亦选择为群众切齿痛恨、恶名昭著的个别反面历史人物，以为鉴

戒．‘ 、

·

．

八、本志所用资料，采自各级档案馆、图书馆、清同治十二年版《崇仁县

志》、历史文物、报纸杂志、我县．各部门、各乡镇的专业志、乡镇志以及有关

当事人、知情人所提供的材料，志中一般不逐一注明、出处。数种资料互有出入
时，凡属修辞性的，通过比较，选用其较惬意者；凡属事实的差异，在无从判

．明的‘情况下，则特加说明或存疑待考。数字资料，。原则上采用统计数据，如无
，。

，

．i， ．9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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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数据，则以辑表的可信资料为准。县人县事，其它书刊或谱录所载，与正

史或同治版县志所载有飘捂而又乏有力旁证可稽者，一律以史志所载为准。

九、本志纪年著录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(简称“建国前”)，采取历

代旧纪年，并括注公元纪年(同一IE／纪年在同一节内，只在首次出现时央注)．

其中中共党史，党史人物、苏区纪事，沿用公元纪年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

后(简称。建国后”)，即用‘公元纪年。凡用。解放后”一辞，均指民国三十八年
(1949)五月十日我县解放起至同年九月三十日止这一段历史时期。所书月、

日，因受资料的制约，在民国元年(1912)v；t前，概属夏历(即农历)；在此以

后，始为公历。 ．。

。

十、本志所用行政区划名称，建国前均按旧称，建国后：1958年至1983

年间，用当时的社、队名称，其前其后，均用乡(镇>、村的建置名称。 ．

+． ·：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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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巴山、罗山、插云耸翠；崇水、，宜水、涵碧流芳．田园开画卷，厂矿响机声。素称赣
●

东望邑的崇仁县，她的历史风貌一方面是。园林花信春风稳，庭户书声昼日长”(宋代县人

黄丙炎住宅楹联)，．另一方面却是“抛妻又别子j只身逃外边”(解放前民谣)。然而，。人事
，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。自1949年5月10日解放以后，古邑崇仁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

。化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她更激发出青春的活力，焕发者时代的容光。
●

々 ：。． ?。 一 ．一。·

一～崇仁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东，北纬27。25’18”一56’20”，东径115。49’一116。17’

30”。东北接临川，东南毗宜黄，西南邻乐安，西北界丰城。南北长57公里，东西宽42

公里。总面积1520平方公里，占全省总面积的0．91％：1|
。

E．

‘崇仁历史悠久÷隋开皇九年，(589)．废陈廷建置的巴山郡及所辖7县，以旧巴山、西

宁、：新建3县地置崇仁县，．县因有崇仁乡而得名。唐武德五年(622)；，划出崇仁部分县境

置宜黄县。八年，撤宜黄县，其地仍归崇仁．’宋开宝三年(970)，南唐划出崇仁的宜黄

场，置宜黄县．绍兴十九年(1 149)，分西南境的天授、乐安、忠义3乡及永丰县之云盖

乡，置乐安县。同时，划临川县的惠安、颖秀2乡入崇仁县。此后，直至1949年，除民

国二十二年(1933)冬至二十四年夏划设凤岗特别区外，县境无变动。自1950年至1969

年的19年间，县境曾经数次变动；而划归邻县的境域甚多(主要是1950年划太平、谷

岗、登仙3乡入乐安与1969年划秋溪公社人JI缶J11)，从邻县划进者甚少，因而面积有较大

的缩减。 ·

4

．·

·一 √!-

。崇仁建县之始，．即隶属于抚州。自隋至清，‘虽历代领县的地方政区名称不一，而崇仁

隶属系统未变。民国三年。(1914)，崇仁属豫章道；十五年废道，直属于省；二十四年

后，属第七行政区。。建国后，隶抚州专(地)区。⋯ 。+
．

， 1984年，县内政区为l镇<县治巴山镇)、，20乡、4个农垦场．总人口248526人，

密度每平方公里163．5人：农业人口207147人，’古总人口的83％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长

期在25％o以上，甚至高达34．4％0。自1980年起，认真贯彻执行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

策，年增长率降至9‰以下(1981年为7．33‰，最低；1984年又回升至8．62％o)。+

．崇仁县境系雩山余脉’向赣抚平原过渡的地带。地势南高北低，西高东低，由西南向东

北徐徐倾斜，逐渐下降，形成一个三面环山：朝东北开口的不完整的丘陵性盆地。地貌类

型有低山、丘陵、岗地和平原，而以丘陵为主，岗地次之。低山、平原仅分别占全县总面

积的8．4％和7．3％。地质主要由岩石、红土和河流冲积物构成。主要山岭有位于南部的‘

一 ·j 3： r f



概述

青芝山、龙须山、麻茶岭、南美峰、．巴山(即相山)、妙峰山，位于东南部的中华山、飞

虎嵊，位于西部的五峰寨、天子嵊，位于西北部的罗山、望仙峰和大、小两马121山。其

中，巍巍挺立、’遥遥对峙的巴、罗二山。同为崇仁的望山。巴山主峰海拔高度1219．2

米，是全县的-最高点。

县境溪河共140余条，纵横交错，统属抚河水系。总流程910公里，河网密度平均每

平方公里600米，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l条，主要为崇仁、宜黄两河。

崇仁河由在县境内发育而成的两水，即纵贯的西宁水和横贯的宝唐水于县治西约2公里处

汇合而成，东北向曲折流经县城和6个乡的乡境至临川县，会宜黄河，称临水。9全长27

公里，县内河面宽度20旺350米；宜黄河穿越崇仁航埠乡东境一角，。复至J临Jll境与崇仁
河汇合。除溪河外，全县有池塘7572口，·7水面总数近万亩，：蓄水总量近600万立米。地

下水综合量约1．54亿立米。

县境土地以红壤为主，共有142万余亩，占全县总面积的60％强。其它土壤如水稻

土、潮土、紫色土、炭质土、山地黄壤、黄棕壤和草甸土等共占总面积的比率不到

40％。耕地总数33．42万亩(水田30．89万亩，旱地2．53万亩)，林地76：19万亩。植被

种类繁富，森林覆盖率24．4％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．7％，近l倍。1 ．- rn

崇仁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。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。，光照

充足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743．．2小时，太阳辐射年平均总量为10．64万卡／·平方厘米；

雨水丰沛，年平均降水量1．773．6毫米；无霜期长，．，年平均值266天，有利于工农林牧渔

各业的发展。崇仁自然资源颇为丰富。森林一项，活立木蓄积量117．4万立米，活毛竹蓄

积量1894万株，系江西37个产材县之一．矿藏，业已采掘或探明有开采价值者即有铀、

钨、锡、铜、铁，煤、瓷土，石英砂、石灰石等多种。县、乡已开采的有钨、煤、瓷土、

石英砂和石灰石。水资源，全县水能蕴藏总量约3．3万千瓦，可开发蕴藏总量约1．37万

千瓦，目前已开发利用1350千瓦。水面总计12．67万亩，可利用者3．53万亩。地下水最

大可能开采量为1051 1立米／日。’‘ -：
， ；、 、1，

崇仁山川秀美，胜迹亦多。南部的巴山，层峦叠嶂，雄奇峻拔；云崖，香炉、．梅仙、

龙石诸峰，争奇竞秀，悦目赏心，为赣东名山之二。清代，山中祠观遍布．民国时期，祠

观渐废，。仅存一二幢，后亦毁。今日巴山，虽乏人工妆点，而自然景观依旧．西部的汤溪

温泉，含有硫磺等多种矿物质，对皮肤病及风湿性关节炎，具有显著疗效。西北境的罗山

和分别位于礼陂、许坊两乡的古招提龙济寺j‘观音岩寺等，均为胜景。此外，县内尚有北

宋杰出地理学家乐史，元、明两代著名理学家吴澄、吴与弼的坟墓，保存较好。： ，．

。

。， 一3
．．

、

7、 r‘?
7’．

二
、

。

，j
一

r

崇仁为赣东南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全省38个重点产粮县之一．农业以种植水稻为

主，棉花次之：并有多种杂粮、豆类与经济作物。建国前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生产力受

到严重束缚；水利不修，地力衰减．耕作粗放，-灾害频仍，农作物产量很低。建国后：经

12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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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工厂3座，在全县国民经济中的位置，微不足道。建国以后，以50年代后期创办半机械

化采煤的礼陂煤矿和崇仁县机械厂为先导，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，全县工业获得了蓬

勃发展。1984年，县属全民、集体所有制已拥有采掘、机电、化工、造纸、印刷、玻

璃、五金，电器、建材，建筑、食品、加工等项目共32个企业；另有经营采掘，建筑、

建材、农具、铸造，酿造、造纸、食品、陶器、木器、竹器、碾米、榨油、轧花、鞭炮等

乡(镇)村(街道)办72个企业。产量较大且以优质著称的产品有煤、钨砂、机制纸、

变压器、互感器、灯具、电扇、玻璃器具等。建筑业已能承担高层楼房的设计和施工任

务。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559万元，为1949年的23．5倍。、．’

交通运输。建国前，主要靠水运，并曾建成公路3条，通往临川、宜黄、乐安八都和

县内集镇凤岗。抗日战争中，均遭毁坏。建国后，1950年修复临崇公路。尔后。公路修

建与时俱进，．机动车辆与年俱增。1984年，县境有干线公路132．45公里，县养乡公路

169．76公里，乡养村公路4“．3公里；新建和改建公路桥梁46座，总长达1073．83米：

1965年5月，穿越县境的向乐线铁路建成通车，在县内设3站和3处升降所，客货运力

从此大增。 。j： ．·．
。。

商业，素来比较繁荣。建国前城乡只有私营商业，以稻谷、木竹、夏布、毛边纸为大

宗外销商品，并远销国外．建国后，建立起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，’逐步改造了私营商

业。1979年以来，贯彻改革、，开放、搞活的政策，较快地形成国营、集体、个体并举的

商业结构。1984年，全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6927．87万元(含非农业居民向农民购买

额675．5万元)；零售网点1037个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122万元。出口创汇商品有钨

砂、铣床、大米、生猪、‘兽皮、西瓜等多种。， 。

城乡建设。建国前，县治巴山镇只有一条沙土路面的中山路，实际是临八公路穿城而

过的一段；其余全是小街狭巷。机关、学校，商店、民宅的房屋全都低矮敝旧，十分寒

碜。今天的巴山镇，共有街巷38条．胜利大道、中山大道、道南路、县府路等主要街

道。均为柏油或水泥路面，夹道楼字鳞次栉比，行道树繁茂成荫。经过改建的著名古建筑

黄洲桥和1982年冬落成通车的崇仁大桥，相距700多米，飞架于横贯镇中的崇仁河两

岸。南北交通畅达。供电，供水系统完善。图书馆、一文化馆、体育场、工人文化宫、影

院、剧院等文体娱乐设施齐备；并建有上盖玻璃钢瓦，下辅水泥地面，’占地2300平方米

的农贸市场，，交易额居全县首位。农村集镇。均建有水泥面街道；公私房屋，绝大部分业

已更新。农民住宅建设在1979年后兴起高潮，全县农村新建房屋为旧房的1．7倍。， 。

人民生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。1984年，农民人平收入为“土改”前后的5．5倍，合作

化时期的4．23倍；工人人平收入国营企业分别为1952年的3．8倍和1964年的185．9％，

集体企业为1964年的195％．全县70％以上的人口用上了电．收音机、手表、缝纫机、

自行车等，早已遍及城乡。沙发、电扇、收录机、电视机，洗衣机、电冰箱等高档生活用

品，也已进人家庭。城镇居民平均每户有沙发0．97部、电扇0．9台、电视机0．7台；农村

户平有手表1．76块、自行车0．37辆，缝纫机0．3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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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文教卫生事业与经济同步前进，科技队伍逐步壮大，水准不断提高。建国前，全县只

有初级中学2所，学生500余人；简易师范学校1所，学生200余人；小学224所，学生

8132人。公办医疗机构只有县卫生院、农村卫生分院、巡回医疗队各一，卫生所2所．

‘文化，图书、体育等公共设施，量少质低。 ，·一
’

经过30多年的努力，1984年，全县有中学25所(其中完全中学5所)，学生12393

人，为建国前的24．8倍；教职工903人；小学474所，学生40967人，为建国前的5

倍，，教职工1924人。另有直属于地区的崇仁师范学校l所，从1977年lO月创办以来，

已培养出师资1500余人；幼儿教育，获得了初步成就。1984年全县有幼儿园48所，在

园幼儿1566人，幼教人员83．人。夜校、文化补习班(校)等成人业余教育，50年代已

有良好开端，现又新增函授大学、电视大学．
‘一

卫生事业全面发展。现有全民、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卫生医疗机构57个。为建国前的

14倍强，其中，医院(含中医院、卫生院、医务所)54个，妇幼保健站、卫生防疫站、

药检所各1个。共有病床393张，医疗卫生技术人员645人。民国时期的鼠疫、霍乱、天

花三大烈性传染病已完全绝迹，常见的多种传染病、地方病如痢疾、伤寒、白喉、疥疮、

流行性脑膜炎等，业已得到有效控制；疟疾、头癣、丝虫病已基本消灭．

科学技术，从普及和提高两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。现在，有职称的自然科技人员即

达333人．崇抗l号优良稻种、崇仁麻鸡选育、人工孵化家鱼、利用地热孵化家禽、玻璃

钢浮筒平板闸门取表水装置、有载自动调压变压器、T716立式金钢石镗床、JLS”^，H一

．10型高压电力计量器等科研项目的实验和试制成功，博得专家、同行的认可、赞扬和有

．关上级部门的嘉奖。 ．-
、

：．

．一：文化馆(站、室)遍及城乡。电影院，全县共4座，另有电影队71个，其中，乡村

经营53个，厂，矿、场、校办18个。地方剧，有崇仁采茶剧团，农村也有临时性的业余

剧团。有线广播，崇仁是全地区第二个实现县至乡广播专线化的县。电视，70年代末兴

起，境内现有差转台3座。电视录像。方兴未艾。上列各项设施的创办和充实，极大地丰

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：‘： ：

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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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仁的自然环境适合生物的生存和演化，更适合人类的劳动和繁衍。1969年秋，在

石庄公社发现恐龙化石；1973年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专人前来，

．．发掘出一串属蜥脚类巨龙科的恐龙尾椎化石多块，今存北京自然博物馆．在1982年的文

．物普查中，发现先秦文化遗址4处，发掘出古石器、陶器多件，表明早在二千六七百年

前，县人的远祖就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。建县以来，更是云蒸霞蔚，鲲化鹏

‘飞，人材辈出．宋代有忧国伤时、被孱主赵构、佞臣黄潜善冤杀的慷慨丈夫欧阳彻，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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